
文津流觞 2024 年第 4 期

5

明清水陆画修复的技术难点——以中国佛教协会藏水陆画修复项目为例

 李屹东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2019年 12月，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（以下简称“修复组”）承接中国佛教协会广济

寺收藏文物修复项目。自此开启了为期三年的修复历程。此次修复项目中涉及大量明清时期

水陆画，其中绢本水陆画数量达到 33件。该批水陆画尺寸较大，装裱后尺寸大多在 1.5米

至 2米之间。这些水陆画装裱形式多样，绘画技法精湛，但残损严重，修复过程艰难复杂。

本文试结合几件重要藏品的修复案例，探讨明清时期水陆画修复的技术难点，并提出若干解

决方案。

一、固色与清洗

固色与清洗是纸绢类文物修复的第一个步骤。由于大部分水陆画是绢本，且使用矿物质

颜料，故而在清洗之前必须进行固色的程序。

古代矿物颜料大多使用骨胶、皮胶调和后附着于绢面上，历经千百年，动物胶的黏着力

降低，矿物颜料与纸绢之间的结合牢固度便不如当初。因此，在修复前必须重新用动物胶固

色。然而项目中大量水陆画使用的颜料十分厚重，颜料层已经和绢面形成“空鼓”的现象，

而在颜料表面涂刷明胶，胶液已无法透过颜料层进入“空鼓”层，也就无法起到固色的作用。

面对这一难题，修复组修复师们反复研究讨论和实验，最终总结出两种有效的方法：第

一，可以将明胶混合酒精溶液，使用喷壶均匀喷洒在颜料表面。酒精与明胶的混合液更容易

渗入颜料层，而酒精又能够挥发，不会对文物造成损害。实验发现，酒精与明胶混合溶液在

50摄氏度左右更容易渗入颜料层之下；第二，如果颜料层特别厚，则可使用针管，将明胶

液体注入到颜料层与绢中间的空鼓处。

经过固色后的颜料与绢面重新粘结紧密，便可进行清洗的程序。清洗时需要用温水淋洗，

再用卷起的毛巾轻轻滚过画心，切不可用力过猛。

二、揭裱

此次修复的文物中，绢本水陆画所使用的绢都较为稀薄。其中如《地藏菩萨水陆画》《如

来佛像》等绢本绘画，绢丝细而脆，且绢丝之间的孔隙很大。这种绢也称“稀薄绢”，是明

清时期民间水陆画常见的绘画材料。在绘制之前，画师往往会事先将绢后托一层命纸。因此，

稀薄绢上的颜料、墨会透过绢丝表面孔隙，渗入到其后的命纸上去。如果按照一般的书画修

复方法，需要在揭裱的时候将绢后的命纸去除并替换新的命纸。由于原有命纸上已经渗入颜

料，替换新的命纸必将损伤原作的画意。但若不去除命纸，原有命纸与绢丝多处已经开裂、

空鼓。如何在保留画迹的条件下修复命纸，是当下很多稀薄绢修复时共存的难题。



文津流觞 2024 年第 4 期

6
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修复组修复师们经过反复探讨，决定采用“滚浆”的方法。“滚浆”，

即在画绢的正面涂刷稀浆糊水，再覆盖塑料布，用鬃刷反复排刷，使得浆糊从正面渗入，重

新粘结绢丝与命纸。但有些绢本绘画的颜料层非常厚，浆糊水难以渗透，则需使用针管将浆

糊水注入到绢丝与命纸之间。这时，需要反复检查命纸空鼓之处是否全部填满浆糊，切不可

有遗漏之处。此外，浆糊水不能过稠，过稠则容易导致画面装裱后出现凹凸变形。

图 1 针对《行雨龙王水陆画》使用滚浆法

揭裱时另一个难点是如何处理绢丝与命纸之间的霉菌。在修复《孔雀明王图》的时候，

绢面是稀薄绢，局部长有黑色霉斑，霉菌已经沁入命纸。经反复实验论证，发现可使用八四

消毒液、双氧水等化学试剂适度清洗，虽然不能完全去除霉斑，但可以使得霉斑颜色变淡，

在视觉上更加柔和。对于局部颜色过于深重的霉斑，可以将命纸局部揭下，用马蹄刀将命纸

上霉菌刮去，然后在贴回原绢。这种方法适用于局部发霉比较严重的命纸修复。

三、全色与补笔

全色与补笔是修复古代书画时非常关键的步骤。尤其对于残缺面积较大的古代书画作

品，全色和补笔会对修复完成的最终效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在当下的修复行业中，全色和

补笔有两种方式：一是尽力做到全补后的痕迹与原作完美衔接，使观者难以分辨全补之处；

二是在视觉上达到和谐即可，全补处需要比原作色彩略浅淡一些，这样也可使得观者能够分

辨修复的痕迹。

在中国的文博机构中，书画修复师大部分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法，确保最终的修复效果既

要做到视觉上和谐，且还要使得观者能够分辨出修复痕迹。针对此次修复项目中的水陆画，

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采用的是第二种全补的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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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具体的全色、补笔的过程中，最大的难题是如何为绢本彩绘《婆罗门仙旷野大将军水

陆画》中的残缺处全色。该件藏品的画心长度 2.3米，右下角残缺处宽度约 35厘米，高度

约 50厘米。麻烦之处在于：画心残缺边缘的颜色是不统一的，因此全色不可只用一种颜色，

否则在视觉效果上会显得非常突兀，影响整件作品的美观。但若将残缺处过分全补，容易画

蛇添足，影响观者对于此件作品原始状态的判断。在反复考虑之后，修复师采用折衷的办法：

补绢左侧颜色偏绿，正好和画心底部绿色衔接；补绢右侧为棕色，正好和画心右侧的棕色衔

接，这样既能够做到整体视觉舒适美观，又不会影响观者对画面原始面貌的判断。

图 2 修复前的《婆罗门仙旷野大将军水陆画》

在《婆罗门仙旷野大将军水陆画》残缺处的补绢上全色，需要注意颜色从石绿到棕色的

过渡要柔，呈现出渐变的效果。具体操作方法是：使用板刷在补绢一侧刷涂石绿色，然后慢

慢在颜色中调入棕色，渐次向右刷染，最后做到颜色渐变成画心右侧的棕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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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全色后的《婆罗门仙旷野大将军水陆画》

四、装裱材料的修复

在本次修复项目中，部分书画藏品的原有装裱材料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，若全部替换，

实在可惜。为了达到“修旧如旧”的目标，修复师对部分比较完整的装裱材料进行了修复和

复原。装裱材料的修复过程也存在诸多难点。

第一，此次项目中的水陆画的装裱形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。大幅绢本画心边缘通常会镶

嵌 2毫米左右的白纸条，白纸条外贴 2厘米左右宽度的蓝布条。有的画心边缘的白边是用颜

料绘制的。因此。在装裱的过程中，就需要对画心边缘的白边与蓝布条进行复原，可先小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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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下，然后再原样贴回。因白纸条窄细，既不容易贴正，也不容易黏着画心，因此操作过程

需要额外细心。

图 4 《十地菩萨水陆画》画心白边的去除

第二，大部分装裱材料修复的方式和画心的修复是相似的，也需要揭裱和托心。但因为

装裱材料和画心是各自独立进行修复的，画心和装裱材料在修复完成后的伸涨系数是不同

的。装裱材料修复后的膨胀程度会略小于画心，因此，将修复后的画心和装裱材料重新装配

到一起的时候，镶接处很难做到严丝合缝。这就需要在修复装裱材料的时候，在原有装裱材

料的周边再补加一部分装裱材料。

第三，由于装裱材料大多由较为稀疏的丝织品制成，修复过程中很容易发生丝线翻转和

扭曲的状况，因此需要在揭裱和托心时动作更加轻柔。在将镶好的绫子进行转边的程序时，

使用针锥的划痕需要比正常装裱时用力更小，以防划破装裱材料。

第四，由于水陆画的装裱材料颜色大多为藏蓝色，颜色较深。若装裱材料残缺，在进行

修复时需要对补绢或补绫进行染色。而染色后的绫绢反光性难以和原有的装裱材料一致，因

此还需要修复师进行特殊处理。例如：可以在染色时通过调节加胶量的多少来控制染色后绫

绢表面的反光程度。

在中国佛教协会广济寺收藏纸质文物修复项目中，绢本水陆画的修复难点主要在于重彩

颜料的固色、稀薄绢的揭裱、大面积残缺画面的全补以及装裱材料的修复。本着“修旧如旧”

的原则，可使用多种修复手段，最终做到修复后藏品既能保存文物的原始信息，又可以达到

视觉效果舒适美观，无损于原文物艺术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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